
推动产业升级 加快动能转换

青岛西海岸新区东南 120 海里处，南

黄海海域，从空中俯瞰，一枚“圆环”在海

面上静静漂浮。

“它叫‘深蓝 1 号’网箱，里面有近 20
万尾三文鱼，再过一段时间，第一批鱼就

能上市了。”山东深海冷水团海洋开发有

限公司董事长李克明介绍。

去年 8 月，依托这片海域，深远海绿色

养殖试验区正式获批。以此为契机，西海岸

新区加快探索深远海资源开发利用模式。

来到位于西海岸新区的海西湾船舶

海工产业基地，10 万吨级的智慧渔业大型

养殖工船正在建造。产业基地负责人介

绍，这艘船长 249 米，养殖水体达 8 万立方

米，投产后预计年产精品鱼类 4000 吨、年

均营业收入约 2.2亿元。

“ 一 艘 养 殖 工 船 ，就 是 一 个 海 洋 牧

场。”青岛西海岸新区工信局总工程师阚

志强说，养殖工船不仅开创智慧养殖新

模式，还推动了船舶设计及建造、水产品

深加工等多个产业融合发展。

行走西海岸新区，既有看得见的“海

洋重器”挺进深蓝，更有看不见的新技术

孕育新动能。

“非洲肺鱼除了以鳃呼吸外，还能以

鳔代肺呼吸，可在枯水期钻入淤泥休眠数

月之久。”说起万种鱼基因组项目发布的

第一期研究成果，青岛华大基因研究院执

行院长范广益颇为兴奋，“破译非洲肺鱼

呼吸系统进化的密码，可以为人类相关器

官的疾病诊断和治疗提供有益借鉴。”落

户西海岸新区 5 年，青岛华大已建成国家

海洋基因库，发布海洋生物基因组学科白

皮书，成果颇丰。

面 向 海 洋 ，“ 蓝 色 ”新 动 能 加 快 成

长。“十三五”期间，西海岸新区海洋生产

总值实现翻番，到 2020 年总量达到 1400
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 37%。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坚持把海洋经济

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领域，力争海洋

经 济 年 均 增 速 达 到 15％ 。”青 岛 市 委 常

委、青岛西海岸新区工委书记孙永红说。

海洋经济展前景
本报记者 侯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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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副假牙模型、一块手机背板、一

个陶瓷轴承摆在一起，山东国瓷功能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毕先涛指着展示瓶中

的粉体告诉记者：“瞧，这些都是它‘变’出

来的。”

这一看似普通的粉体，是国瓷公司研

制的氧化锆。随着像国瓷这样的新材料

企业不断集聚，东营这座石油老城正焕发

新生机。

多年前，人们形容东营有“3 个 70%”：

70%的生产总值、70%的财政收入和 70%
的产业来自石油。“油竭则城衰。东营必

须转型发展，未雨绸缪培育特色新产业。”

东营市新旧动能转换办公室副主任张月

锐说。

2015 年，东营在全省率先开展化工企

业“评级评价”工作，在首次“评级评价”中

停产整顿乃至关停的企业占比超过 1/4，
淘汰石油炼化落后产能 1607万吨。

东营还实施“优势产业+人工智能”

三年行动计划，以智能制造赋能石化、橡

胶轮胎、石油装备、有色金属等传统产业

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全市入选省级

“现代优势产业集群+人工智能”试点示

范 项 目 21 个 ，东 营 港 经 济 开 发 区 建 成

“5G+”智慧化工园区。

既要破旧，更要立新。东营市立足资

源优势、产业优势，把新材料产业作为转

型发展的重要领域。2019 年 8 月，国家级

稀土催化研究院落户东营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发挥研究院的带动功能，东营强化

创新驱动，延伸产业链条，推动新材料产

业集群发展。2020 年，全市 47 家新材料

企业营业收入达 221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35.5 亿 元 ，产 值 连 续 两 年 保 持 两 位 数

增长。

“东营将推动企业加快设备更新、技

术创新，推动新兴产业做优做强、集群发

展，构建具有持续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

系。”东营市委书记李宽端说。

油城焕发新生机
本报记者 李 蕊

屏住呼吸，盖江涛小心翼翼提起料

台，仔细一瞧，网起的小虾们蹦得欢快。

“扑通”，几只小虾跃进水里，激起一朵朵

小浪花。盖江涛咧嘴一笑：“咱这虾，吃料

好，长得旺，不愁卖。”

盖江涛干过建材行业，卖过红酒，2012
年回乡养起对虾。他的家乡滨州市博兴

县乔庄镇，被中国渔业协会授予“中国白

对虾生态养殖第一镇”称号。靠着在盐碱

地里养对虾，当地群众顺利脱贫致富。

过去，守着低洼涝碱地，乔庄人种水

稻、棉花、冬枣，但效益低、收成少。2001
年，乔庄镇调整产业结构，引进南美白对

虾品种，利用地下微咸水资源发展水产养

殖。2006 年以来，全镇推行以奖代补，对

连片成方开发 200 亩以上的村，给予 1 万

元以上奖励；协调农信社为虾农提供小额

贴息贷款。

养好虾，技术是关键。2012 年，博兴

县以渔业科技入户工程为抓手，培养科技

指导员入户传授养殖技术。盖江涛说：

“镇上还推广科学养殖模式，如今亩产达

2000 斤，产量是原来的 5 倍多！”

既要技术规范化，还要产业规模化。

博兴县集中连片开发乔庄镇盐碱地，配套

水利工程，改造道路管网，打造现代渔业

园区。截至目前，乔庄镇已建成高标准池

塘 1.2 万个，养殖面积达 3.5 万亩。

采用封闭式养殖，不外排废水，不使

用抗生素，只用有益微生物等方法调节，

乔庄镇养出鲜嫩肥美的“生态虾”。2020
年全镇养虾产值突破 10 亿元，虾农人均

收入 2.8 万元。

“盐碱地里养对虾，是滨州发展生态

渔业的一个缩影。”滨州市农业农村局党

组书记张成江介绍说，博兴、沾化、无棣

三区县成功创建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

全市 60%的养殖企业建成畜牧业生态循

环生产设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

配建率已达 100%。

生态渔业正拔节
本报记者 李 蕊

在直径仅 35 毫米的圆形区域上，密密

麻麻竖立着 127 根比头发丝还细的针。这

些细针直径仅 0.05毫米，高 12毫米。

“用一根铝材质的棒料，连续不断加

工 21 个小时，才有了这一根根细针。可

以说，这些细针验证了我们机床的动态加

工高精度。”山东蒂德精密机床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勇说。出色的加工精度让蒂德

公司在国内高档数控机床行业脱颖而出，

其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汽车制造、轨道交

通、风电装备等行业。

锻造现代产业优势，很重要的就是培

育优良产业生态。蒂德公司坐落于济宁

市兖州区，这里聚集了一大批装备制造企

业，具备一定产业基础。但数控机床作为

装备制造业的“工作母机”、制造机器的机

器，研发成本高、周期长、难度大，蒂德公

司作为当地少有的机床企业，一度面临配

套产业不够等问题。

如何营造富有竞争力的产业生态，提

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济宁着力强化项目招引、自主延链、吸引

配套，补齐产业链短板，变优质企业“单打

独斗”为“联合作战”，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我们把数控机床拆分出 35 个关键

零部件，分析每一个零部件在当地产业链

里是强还是弱，哪些属于空白。对于比较

强的产业链企业，我们重点招引行业领军

企业进驻；对于空白的，就明确重点区域、

重点企业精准对接引进，完善产业链条。”

中欧（济宁）国际合作产业园招商促进部

部长王俏说。

通过“以链招商、以企招商、以商招

商”，与蒂德公司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国内外

企业纷纷签约入驻产业园。项目建成后，

预计可年产各类高档数控机床 5000 台、机

床功能部件 1万台（套），形成 100亿元产业

规模。

打造产业新优势
本报记者 肖家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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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仁玉张仁玉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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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东部，十里钢城。2017 年 7 月，

作为山东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的一项重要举措，济南钢铁集

团在济南市的钢铁生产线全面停产。

全国劳动模范、当年 50 岁的姜和信

选择和济钢一起转型，投身“再造一个新

济钢”。通过竞聘上岗，他来到济钢集团

瑞宝电气公司，从一名电工转型为电气

产品研发人员。

历经 3 年磨砺，姜和信迎来了职业生

涯的第二春。“原先是跟不会说话的设备

打交道，开发创新产品，好使就行。现在

要和用户打交道，满足各类需求。”姜和

信说，他的团队已完成 50 多项创新成果，

多个产品推向市场。

“去产能不是去企业，加快新旧动能

转换是关键。”济钢集团董事长薄涛介绍

说，钢铁主业关停后，济钢集团以“多元

主打、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为战略目标，

梳理形成十大转型发展项目。

坚持“变革突破+机制赋能”，济钢集

团建立起面向市场的研发导向机制和有

效激励机制，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如今，

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现代城市服务已

成为新济钢的三大主业，与之相适应的

空天信息、智能制造、现代物流等一大批

重点项目相继落地。

沉寂 3 年的济钢老厂区也将恢复活

力：济南市与中科院合作，将在这里建设

空天信息产业基地。

济钢集团的转型，是济南市近年来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缩影。

立足工业强市战略，济南加速构筑

集 聚 集 群 集 约 、高 端 高 质 高 效 的 现 代

工 业 产 业 体 系 。 四 大 主 导 支 柱 产 业 链

式 集 群 规 模 化 发 展 ，大 数 据 与 新 一 代

信 息 技 术 、智 能 制 造 与 高 端 装 备 产 业

规 模 已 突 破 4000 亿 元 ，精 品 钢 与 先 进

材 料 、生 物 医 药 与 大 健 康 产 业 规 模 已

达 1500 亿元。

新兴产业显活力
本报记者 肖家鑫


